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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幼儿园设计典型问题及优化设计方案

杨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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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实际工程案例进行分析，探究幼儿园设计中应当注意的一些常见的问题；从入口流线的处理、活动场地

的设置、园区环境的营造、节能减排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有效的改进措施，希望能够为以后的设计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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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区配套幼儿园现状

1.1社区配套幼儿园概述

我国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社区逐渐发展起来，伴随

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发展，社区配套设施在逐渐完善，为满足

社区适龄儿童的教育需求，社区配套幼儿园应运而生；随着

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策的推动，社区幼儿园的规模逐渐

加大；国家也陆续完善了相应的规范和监管措施，对幼儿园

设计和建设加强规范和管理，这对幼儿园的设计和建设提出

了的更高的要求。

1.2社区配套幼儿园设计中常见的问题

为了迎合社区对于学前教育的需求，开发商在开发新的

小区时，大多配套建设社区幼儿园，但是，因为住宅的市场

地位和带给开发商的经济效益与幼儿园不同，所以开发商为

了利益最大化，往往将幼儿园用地设置在居住区用地的边角

地带，导致幼儿园场地规模小，用地环境限制因素多，幼儿

园入口人流容易与居住区的人流、车流混杂，导致幼儿使用

不舒适；在节能设计方面，幼儿园建筑性质虽然为公共建筑，

但是因其使用人群主要为幼儿，幼儿园是幼儿全天生活和休

息的场所，使用情况接近居住建筑，因此节能需参考居住建

筑节能标准进行设计较为合理。下文将逐一展开说明目前幼

儿园设计中常见的几个典型问题。

1.2.1入口流线混乱

因为幼儿园的使用性质与其他建筑不同，主要为幼儿活

动和休息使用的场所，需要一个安全独立的环境，可是在目

前的开发环境下，社区配套幼儿园被普遍设置在住宅区用地

的边角位置，因为用地紧张，园区入口很难设置出独立的停

车区域，导致入口人流、车流容易和居住区的人流、车流相

互交叉，非常不利于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

1.2.2活动场地用地紧张

幼儿园内供幼儿使用的活动场地大多在室外开敞设置，

因幼儿活泼好动，喜欢嬉闹，会给周边的居民带来噪声干扰；

同时，因为幼儿园用地紧张，往往活动场地用地不足，很难

同时满足公共活动场地和各班活动场地的需求。

1.2.3园区环境缺乏精细化设计

幼儿园园区内的空旷场地，主要设置为幼儿的活动场地

和放置游乐设施的区域，在该场所内，幼儿可以亲近自然，

与大自然互动、参加实践活动等；幼儿天性好动，爱跑、爱

跳动，所以活动场地应设置为软质弹性地面，防止幼儿磕碰

受伤，且场地中不能种植有毒带刺的植物，开花的植物不能

选择带有刺激性气味的植物；场地内的游乐设施还应该采取

安全防护措施，避免幼儿在嬉闹过程中受伤。

1.2.4节能设计应合理

幼儿园的使用特征跟其他的建筑不同，因其使用人群主

要为幼儿，为幼儿白天生活和休息的主要场所，所以节能设

计建议按照居住建筑设计。

2 幼儿园优化设计

幼儿园的设计往往会存在一些会被忽视或者处理不好

的地方，如综上所述几点尤为普遍，随着国家对相关规范和

治理措施的逐渐完善，对幼儿园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

得幼儿园建筑要更加符合绿色、节能、环保建筑的要求，使

用感觉更加舒适，长期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展。所以针对

以上提出的幼儿园设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下文提出了相应

优化设计方案，下面将逐一展开来说明。

2.1入口流线合理化设计

园区入口采用设置前广场的形式，形成人流进入园区前

的缓冲空间，避免人流、车流与社区人流、车流聚集交叉，

减少安全隐患。园区内合理设置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供

接送幼儿的家长及内部使用，避免家长将车停放在外部社区

道路上，导致道路拥堵，幼儿园的人流、车流与社区的人流、

车流混杂在一起，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2.2活动场地人性化设计

幼儿园内，室外场地主要为幼儿活动场地，基于幼儿天

生好动，容易磕碰，幼儿活动场地建议设置为塑胶场地等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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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且带有一定弹性的地面材质，或者在有些游乐设施下面设

置沙池，作为缓冲，防止幼儿在活动过程中磕碰受伤。

2.3园区环境舒适性设计

幼儿园园区内的公共空间，主要功能为园区共用的活动

场地，所以园区内的环境应设计的舒适宜人，配套设置一些

绿化，植物和花卉应选择适合幼儿观赏和接触、互动的种类，

幼儿可以在其中游乐，嬉戏，也可将其中一部分用地设置为

种植园，让幼儿和大自然能够亲密接触，体验大自然带来的

快乐和感受到从大自然中得到收获的喜悦。这些场地中的绿

植不能选择带刺有毒的植物，花卉避免选择有毒、带有刺激

性气味的种类，要保确保幼儿的安全。

2.4节能适宜性设计

幼儿园是幼儿全天生活和休息的主要场所，与居住建筑

使用属性相近，所以幼儿园的节能设计应按照居住建筑节能

标准设计，这样的建筑空间，能给幼儿提供一个舒适的室内

环境，提高幼儿使用的舒适度。

3 工程案例分析

本工程为雄安新区某中心幼儿园项目，该项目为 12班

全日制幼儿园，建筑地上三层，地下三层，结构形式为钢框

架结构。该项目要求做装配式建筑，绿建指标要达到绿建三

星的要求，是顺应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的良好典范。

项目建筑功能全面，地下主要为配套的设备用房，地上

每层设置为幼儿使用的四个活动室、休息室，首层还设置了

供全园幼儿使用的音体活动室，厨房等后勤用房设置在首层

北侧，将主要朝向让给幼儿教学用房，二、三层为教师和校

长的办公室等。

总平面布局为独立院落式布局，各个建筑功能模块围绕

中心庭院展开设计；园内的室外院落空间设置为可供全园幼

儿使用的公共活动场地，该活动场地设置在幼儿园主楼东

侧，与旁边住宅楼由主楼间隔开，与住宅保持一定的间距，

既保证了幼儿园有各班共用的集中活动场地，又满足与住宅

保持一定距离，不干扰居民日常休息，幼儿园也有自己独立

的公共活动场地，这样互不干扰且两者和谐共存。

入口流线设计时，考虑接送幼儿的家长停车的需求，在

用地内入口采用凹进式设置，形成入口缓冲空间，并且结合

入口缓冲空间设置了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供上学和放学

时段家长停车所需，可有效的缓解幼儿园入口上下学时间段

接送幼儿的车流、人流与社区车流、人流交叉拥挤的情况，

避免发生安全隐患。

因园区内用地紧张，没有空间设置各班的活动场地，本

案将主楼首层公共活动室区域的屋顶平面进行了有效利用，

将该区域设计为各班的活动场地，地面采用防腐架空地板，

结合设置有较厚保温吸声材料，减弱对下面教室上课的影

响，场地周边均设置安全防护栏杆，防护栏杆的高度设计为

距屋面 1.8米高，确保幼儿活动时的人身安全。活动场地这

样设计充分利用了用地条件，且较为合理的满足了幼儿活动

使用要求，同时也解决了用地不足带来的问题。

首层在室外设置了园区集中活动场地，场地中设置了丰

富多样的游乐设施，本设计地面材质采用软质的塑胶铺地，

有些幼儿跑、跳使用的游乐设施下面设置了沙池，具有缓冲

作用，避免幼儿在跑、跳过程中因受到硬质地面的反向冲击

力大，容易出现受伤的状况。这样对场地铺地材质的优化设

计，使得场地使用舒适且安全，适合幼儿活动场地应用。

该幼儿园用地为独立使用用地范围，总图为庭院式布局

设计，园区内环境优美，在公共活动场地设置了专门的区域，

种植适宜的绿植、花卉和小菜园，可供幼儿嬉戏、观赏和种

植等，在这片区域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

触的小天地。

主楼采用庭院式设计，各功能用房围绕中心庭院展开，

本案将主要的活动和教学用房设置在南侧，保证幼儿日间在

教室活动有足够的阳光照射，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厨房、

教师办公室、校长办公室等配套用房设置在北侧；各房间通

过中心走廊连通，中心走廊围绕庭院周边布置，结合走廊布

置一些活动场所。课间可以供幼儿在此开展一些特殊的活

动，比如小型的售卖店等，孩子在这里可以体验销售，采买

的乐趣，这些幼儿活动的场所拥有充足的自然光线，使得走

廊空间动线更富有活力和灵动性，整个走廊空间富有了生命

力，使得整体教学环境舒适、优美，有利于幼儿身心健康发

展。

幼儿园的节能设计应按照居住建筑设计，幼儿全天在园

内主要的使用空间就是教室和寝室，且幼儿白天在园内停留

时间较长，其与居住建筑的使用属性相似，所以采用居住建

筑标准进行节能设计比较符合幼儿园的使用需求。本案节能

设计按照要求满足绿建三星的要求，屋面传热系数为 0.23，

外墙的传热系数为 0.28，外窗的传热系数为 1.2。保温隔热

性能均比国标要求优良很多，符合绿色、环保、低碳节能建

筑的要求；下图为该项目效果图，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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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某中心幼儿园效果图

4 结语

通过对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列举出幼儿园设计中常见的

几个问题，提出可以改进的方法和需要关注的方向，希望能

对以后的设计给予借鉴，吸取经验和教训，在以后的工程当

中，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为幼儿设计建造一个优美舒适

的环境，使得社区配套幼儿园与社区环境相辅相成，和谐共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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